
最新爱我安徽教学反思 爱我中华教学反思
(优秀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爱我安徽教学反思篇一

在本课教学中我注重以学生主体活动为中心，巧妙创设情境，
结合本节课学习目标有层次的进行教学设计，引导学生深入
文本，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中，有效的调动了学生
的主观能动性，《爱我中华》教学反思。尤其是朗读活动中，
感悟诗歌中蕴藏的丰富的人文内涵。因为这篇课文内容浅显
易懂，根本不用教师过多的讲解分析，所以这节课教师以一
个主持人的身份去引导，去点拨，让学生在读中积累语言，
对文本进行了多纬度的拓展，综合音乐、画面等多种手段，
在朗读、欣赏、诵读等一系列的活动中，让学生全方位地开
放自己的感官，投入到对文本的感悟与演绎中来。同时注重
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为突破本课重难点做好铺垫。多为学
生创设自主，开放质疑的空间，使全体学生主动、有效地参
与到教学的全过程中去。

在学生深入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我让学生自由读文
中“爱我中华，健儿奋起步伐。爱我中华，建设我们的国家。
爱我中华，中华雄姿英发。爱我中华！”这部分内容，然后，
根据这部分的段式，仿照编写一段话。学生思想上能想到各
行各业的劳动人民，热爱祖国的具体表现，教学反思《《爱
我中华》教学反思》。但由于歌词押韵的要求，全班同学一
同努力，续写了几句话：

爱我中华，学生努力奋发。



爱我中华，士兵保卫国家。

爱我中华，园丁浇灌鲜花。

通过仿编写话，既做到读写结合，又培养了学生的想像力和
表达能力。更深化了教学，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了“爱我中
华”所表达的民族大团结的情感，建设祖国的雄心壮志，对
祖国的无限热爱。

当然，本课中还存在不足的地方，对学生的评价语言略显单
一，指导朗读做得不够到位。课堂教学的过渡和衔接不够自
然和顺理成章，略显生硬。

针对以上问题，我希望在以后的教学工作中做以下改进：第
一，注意培养自己丰富的教学评价语言和行为，注重言传身
教的重要性和传承性。第二，认真钻研教材教参，研读课本，
多听课，多反思。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外出学习活动，
并积极写下学习心得，反思自己的教学。

爱我安徽教学反思篇二

伴着时间的脚步，一眨眼的功夫，一学期也即将接近了尾声。
看看这紧张而又忙碌的教学工作，我深有感悟。一直以来，
我认为学生如果不好好学习，老师批评教育一下他们，他们
会变好的。然而，我的这种想法错了。

曾经听一位儿童教育家做报告，他说过这样一段话 “好孩子
是夸出来的。说他好他就好，不好也变好。说他行他就行，
不行也变行”。听完报告后，我在沉思，难道真是这样吗？
经过这段日子的教学工作，使我对这位专家的一番话有了肯
定。没错，人人都喜欢受到表扬，更不用说是小学生了。一
直以来，小学生都喜欢听老师的话，这是家长们一致认可的。
有时，老师一句鼓励的话语可以影响学生的一生。所以，他
们需要老师们的鼓励。无论是好学生还是差一些的学生，都



是如此。所以，在教学工作中，我都尝试着以鼓励教育为主，
很少批评训斥学生。使学生特别是差一些的学生在受到表扬
鼓励后充满自信，有了自信心就有了动力，有了动力就会有
进步，哪怕是一点点进步，他们也会很高兴！觉得自己进步
了，有收获了！

我就拿《爱我中华》这篇课文举个例子吧！

因为这是一首歌词，相信大部分学生都熟悉这首歌。所以，
在教学中，我先让学生们聆听这首曲子。部分学生是边听边
晃动身体，显得很投入，有的学生还很羞涩的小声哼哼。看
得出，他们很想跟着音乐节奏哼唱出来，但是又显得很紧张
害怕。看到学生们对这首诗歌很感兴趣。于是我便鼓励学生
们大胆去唱，唱出声来，学生们在我的鼓励下表现的不是那
磨紧张了。

听完歌曲后，带着浓厚的兴趣，大家一起学习了这脍炙人口
的诗歌。在歌中唱到：“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
花····爱我中华，健儿奋起步伐······”所以，
在教学时，我让学生回想刚才歌唱家在唱这一段时的`高昂气
势，让他们大胆去想象各民族儿女万众一心的力量，想象运
动健儿在赛场上摘金夺银，争得荣誉的场景。鼓励他们大胆
说出那激动人心的场面。学生们的兴趣是越来越浓烈了。他
们争先恐后的举起手来，我叫了几位学生来说，他们用不流
利的话语羞涩的说出自己想象的画面。我便请全班同学给他
们热烈的掌声，告诉他们，你们描述的画面很美，你们说的
很棒，几位学生听了，脸上露出了从未有过的开心。

在时间的督促下，这首诗歌学完了。我再一次鼓励大家，请
同学们带着对诗歌的理解，对祖国的祝福，对各民族亲密团
结和爱国爱家的深厚情感来聆听这首激情澎湃的歌曲。并请
同学们跟随音乐高声唱起来。没想到，在我的鼓励下，学生
们用豪放的声音唱着这首曲子。虽然大家的歌声不是那么优
美动听，但是每个人的脸上都有着灿烂的微笑！



在这节课上，学生们不但掌握了诗歌的内容，了解了诗歌表
达的情感，而且还唱会了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真是一举两
得啊！看到学生们有这样的收获，我感到很欣慰很欣慰，心
中有种说不出来的快乐和喜悦！

所以说，学生需要鼓舞，鼓舞离不开学生。鼓舞是学生们学
习的动力，它会陪伴学生们快乐成长！我相信大多数的孩子
都是这样的。那就让我们带着赞许的目光一起为学生们加油
吧！

爱我安徽教学反思篇三

音乐是情感的艺术，音乐的美育是潜移默化的。是润物死无
声的。教师的对音乐的情感首先上课应该要有热情，这种热
情表现在表情、语音语调、范唱、演奏、对音乐的理解、对
音乐的情感。只有教师先感动了，才能很好调动课堂气氛，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体性的反应，积极引导学生感受、体验、表现音乐中丰富的
情感内涵，引导学生感受、体验、鉴赏音乐的美。对乐理知
识的教学，我从爱我中华的旋律中选几节作为乐谱视唱。让
学生学会划拍、打节奏、哼曲调，逐步提高学生的识谱能力。
让学生分析乐谱，知道这首曲子的旋律是由它们重复变化发
展而来的。这是音乐创作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手法。

爱我安徽教学反思篇四

品德与生活的要求教学应该贴近学生生活，让学生通过一些
活动来体验生活，最终在生活中获得课标要求的知识。那些
抽象的知识对于这些一年级小学生来说是很难被接受的，因
此教学效果往往是事倍功半。其实，我们想要传递给学生的
那些道德品质、情感本身就包含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因此，
只有关注他们的日常生活，才能使课堂更富生活气息，这样
学生也才易于接受。



在讲“我的家”这一主题时，我根据教学需要，首先从学生
实际生活出发引出——“家“这一概念，其次通过创设相应
的环境气氛、教学情境，以及开展一系列的活动能使学生在
情绪上受到感染，情感上产生共鸣，加深了学生对家的认识，
体验家庭生活的幸福与欢乐，在生活中学会关心、爱护父母，
孝敬长辈。我想在这样的课堂上，学生的体验才是真切的。

课上只有让学生全身心充分的参与到课堂之中，才能使学生
由被动接受转为主动学习。在课堂上，部分活跃的学生乐于
去参与到活动中，而有的学生则有形式而无结果。这样的结
果并不尽如人意，学生的情感和兴趣并没有很好的调动起来。
这是由于我在具体的教学中与学生沟通深度不够，开展的相
关活动未能充分的调动学生。

爱我安徽教学反思篇五

本节课是北师大版四年级上册第三单元“民族”的第一篇主
体文章《爱我中华》。

今天的课堂做的比较好的方面是：首先，授课情绪激昂，有
效的调动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发了学生的爱国情感；其
次，课堂组织有序，能够关注到每一个学生，评价较为及时
和恰当；最后，老师和学生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学生的
预习很到位，师生服装整齐划一，体现了对此次汇报课的重
视，态度决定成功。

当然，本次汇报课还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第一，对学生的
评价语言略显单一，指导朗读做得不够到位。第二，课堂教
学环节的设计过于面面俱到，浅尝辄止，缺乏一定的深度，
没有给学生足够的时间将环节一一落到实处，有“走形式”
之嫌；第三，对于本可重难点的升华引导的不足，主题思想
的引导与升华过于牵强；第四，课堂教学的过渡和衔接不够
自然和顺理成章，略显生硬；第五，分角色配乐朗诵的分工
不甚明确；第六，课件制作能力不足，有待提高。



针对以上问题，我希望在以后的教学工作中做以下改进：第
一，勤学多问，向同学科有经验的老师同事不断请教，不断
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第二，认真钻研教材教参，研读课本，
研钻教参，多听课，多反思；第三，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
项外出学习活动，并积极写下学习心得，反思自己的教学；
第四，增进自己的课件制作能力，为学生创设一个数字时代
的新式信息化课堂教学；第五，注意培养自己丰富的教学评
价语言和行为，注重言传身教的重要性和传承性。


